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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发现的脉冲星

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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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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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升全全民民科科学学素素质质在在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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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技馆原创科普文创作品
《好奇星涡环加湿器》获奖

江津区科协举办
青少年机器人创新大赛

本报讯（通讯员 刘万萍）由江津区科
协、区科技局、团区委联合主办的江津区第
五届青少年机器人创新大赛近日在江津区
滨江新城顺利开赛。

大赛分为软件编程赛、机器人冲出重
围赛、机器人足球争霸赛、机器人迷宫越野
赛、机器人最强手臂赛等5项不同主题挑战
赛，各组别参赛选手现场抽取任务，根据具
体任务进行机器人设计、搭建、编程以及调
试测试，最后来到分赛区完成比拼。经过
两天激烈角逐，5个项目共评出一等奖28
名、二等奖45名、三等奖65名。该大赛进
一步推动了机器人科学技术普及，鼓励更
多青少年在高新科技领域参与学习、探索
和实践。

合川区科协组织观看
爱国主义教育电影

本报讯（通讯员 刘红燕）日前，合川
区科协组织全体机关干部职工观看了爱国
主义教育电影《跨过鸭绿江》。

影片围绕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展开讲述，用真人真事还原整个
战争过程，热情讴歌了一批批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奋勇拼搏的战士们。观影结束后，
干部职工纷纷表示红色影视作品对于党史
学习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作用，要在学习中
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以模范为标杆，发扬伟大的抗美援朝
精神、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在今后的工
作中，要立足科协岗位，加强对科技工作者
的政治引领，切实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
者听党话跟党走。

綦江区科协验收
区级科普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 张聪）日前，綦江区
科协负责人带领区科技局、区委宣传部、区
教委、区文化旅游委、区社科联等区科普工
作联席会部门责任人开展了区级科普基地
验收工作。

6部门负责人在位于扶欢镇、打通镇、
安稳镇、隆盛镇的綦江区紫薇花科普基地、
綦江区彩植云筑科普基地、山羊养殖教育培
训科普基地、綦江区扶欢镇科普基地等4个
科普基地共同进行了验收工作。据了解，前
期已验收通过区级科普基地5个。对未达
到创建标准的基地，区科协负责人与基地负
责人进行了沟通交流，为其将来通过验收提
供了建议及整改意见。

日前，第二届中国国际科普作品大赛决赛获奖作品
线上公布。重庆科技馆原创的科普文创作品《好奇星涡
环加湿器》荣获二等奖。

第二届中国国际科普作品大赛由中国科学技术馆
和国际博协科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秉承“汇
聚智慧之星，闪耀科学之光，开拓科普之路”的理念，致
力于激发科普作品创作热情，助力国际科普作品繁荣发
展。大赛以“点亮梦想，智创未来”为主题，面向全球征
集原创科普作品，共计747件科普作品参赛。经过初赛
和决赛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科普展品41件、科普视频
43件、科普文创作品44件。

重庆科技馆原创科普文创作品《好奇星涡环加湿
器》以重庆科技馆核心展品“云团”作为设计原型，公
众可通过拆解加湿器外壳、更换加湿器四种喷口并扫
描二维码观看视频，了解加湿器内部结构、工作原理
及加湿器喷出圆形涡环水雾与加湿器的喷口形状无
关的知识点。

重庆科技馆在本次大赛新增的科普文创类别中首
次参赛并获佳绩，是重庆科技馆在文创研发方面的一个
新探索，也是重庆科技馆研发综合实力的体现。接下
来，重庆科技馆将再接再厉，不断提升科普教育能力，在
科普资源开发与创新实践方面进行有益尝试。

（重庆科技馆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江麟麟）日前，江北
区科协已完成《江北区科技企业创新政策
环境的建议》课题调研工作。

2021年 3~11月，江北区科协组织江北
区科技界别政协委员及相关人士成立联合
课题组。课题组采取深入企业走访、召开
座谈会、发放问卷调查、收集数据资料等多
种形式开展调研，最终形成了《江北区科技
企业创新政策环境的建议》，从江北区科技
企业创新发展现状分析、江北区科技企业
创新发展存在问题、市内外经验借鉴、对策
建议等四方面进行了阐述。另向区委、区
政府、区人大、区政协相关分管领导，区相
关部门、各街镇报送调研课题，切实服务党
和政府科学决策。

日前，“中国天眼”FAST取得系列
重要科学成果，其中包括发现约500颗
脉冲星，成为自运行以来世界上发现脉
冲星效率最高的设备。发现脉冲星是国
际大型射电望远镜观测的主要科学目标
之一，FAST基于超高灵敏度的明显优
势，已然成为中低频射电天文领域的观
天利器。但是，脉冲星到底是什么星？
发现这么多脉冲星有什么用？

脉冲星到底是什么星

要讲清楚脉冲星，首先得说说中子星，因为脉冲
星的本质就是一种能发出脉冲的中子星。

所谓中子星，是除黑洞外密度最大的星体，是大
质量恒星死亡后的“遗骸”。当恒星演化到末期，经由
重力崩溃发生超新星爆炸之后，有很大一部分会最终
塌缩成黑洞。但也有少数恒星没有达到可以形成黑
洞的质量，于是在寿命终结时塌缩成一种介于白矮星
和黑洞之间的星体，也就是中子星。其中有一种中子
星能够周期性地不断发射电磁脉冲信号，就是像人的
脉搏一样，一下一下出现短促的无线电信号，科学家
将其称为脉冲星。绝大多数的脉冲星都是中子星，但
中子星却不一定是脉冲星，有脉冲才算是脉冲星。

脉冲星发射的射电脉冲周期性非常有规律。一开
始，人们对此很困惑，甚至曾想到这可能是外星人在向
地球发电报联系。后来证实，这是脉冲星的脉冲信号。
并且，正是由于它的快速自转才发出的射电脉冲。

脉冲星如何发出脉冲

脉冲星是如何通过快速自转发出射电脉冲的呢？
正如地球有磁场一样，恒星也有磁场，并且像地

球一样在自转。同时，恒星也跟地球一样，磁场方向
不一定跟自转轴在同一直线上。这样一来，每当恒星
自转一周，它的磁场就会在空间划一个圆，当其扫过
地球时，就向地球发出了脉冲。

想要发出像脉冲星那样的射电信号，需要很强的
磁场。只有体积越小、质量越大的恒星，磁场才越强，

中子星正是这样高密度的恒星。中子星的密度比地球
上任何物质密度都要大许多倍，脉冲星也具备这一特
性，一颗方糖大小的脉冲星体积就有上亿吨的质量。

按照物理规律，当星体体积越小、质量越大时，它
的自转周期就越短。比如，地球自转一周要24小时，
而一颗大质量脉冲星的自转周期只需要0.0014秒，连
白矮星都达不到这个速度。每当自转一周，地球就能
接收到一次它辐射的电磁波，于是就形成一断一续的
周期性脉冲。

星际航行的“灯塔”

脉冲星发射出的高度周期性脉冲，周期在1.4毫秒
到23秒之间。被称为“毫秒脉冲星”的短周期脉冲星，
可以与地球上最好的原子钟相媲美。这样的脉冲星相
当于就是宇宙空间的“信号源”，在宇宙空间之中能够不
断释放出信号，并且还非常稳定。这个时候谁发现的脉
冲星越多，意味着谁在宇宙空间进行定位越容易。

利用这些脉冲星的信号可以绘制出“宇宙导航
图”，未来星际航天器进入深空之中，根据导航图来行
走，就不至于迷路，因此脉冲星也被称为宇宙的“灯
塔”。另外，当两颗中子星绕着彼此运行时，会剧烈地
搅动周围的时空，进而以引力波的形式向外发射能
量，有利于科学家进行引力波方面的探测。

截至目前，“中国天眼”FAST已经发现了500多
颗脉冲星，比国外所有望远镜成果相加的4倍还要
多。FAST重点实验室相关负责人日前还表示“FAST
收到的信号里也不排除有外星文明信号”。

（本报综合）


